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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配额分配启动

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双双下降25个基点

除了省房贷，“降息”还有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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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内

■ 新华社记者

10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1年期LPR为3.1%，5年期以上
LPR为3.6%，均较上一期下降25个基点。
这是LPR年内第三次调整。今年2月，

5年期以上LPR下降25个基点；7月，1年期
和5年期以上LPR双双下降10个基点。今
年以来，1年期LPR已累计下降35个基点，5
年期以上LPR已累计下降60个基点。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此次两个期限LPR均下降25个基点，降幅
较大，预计将带动企业和居民贷款利率下
降，有助于促进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扩
大宏观经济总需求，支持物价合理回升，带
动实体经济稳定增长。

LPR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

作为贷款利率定价的主要参考基准，
LPR的每一次调整，都直接影响企业和居民
的融资成本。

今年以来，1年期LPR已累计下降35

个基点，5年期以上LPR已累计下降60个
基点。在LPR的带动下，贷款利率进一步
下行。
中国人民银行新发布的一组数据印证

了这一趋势：9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约为3.63%，比上年同期低约21个基点；
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3.32%，比上
月低约2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约78个基
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企业的贷款利率进

入“3时代”，各地新发放房贷利率明显下行，
存量房贷也将迎来批量调降。此次LPR再
次下降，将给企业、居民带来哪些实实在在
的好处？
以房贷利率为例，对于即将贷款买房的

人来说，LPR下降会带动新发放的房贷利率
进一步下行；对于存量房贷借款人来说，今
年LPR已下降60个基点，加上10月25日存
量房贷利率将进行批量调降，房贷负担会进
一步减轻。
如果有借款人正好在此次“降息”后迎

来重定价日，立马能享受到存量房贷利率降
至3.3%的利好。
以北京为例，前期北京首套房贷利率最

低加点是55个基点，此次将最低加点降至减
30个基点，再加上今年LPR已下降的60个
基点，不少人的存量房贷利率可累计下降
145个基点。按照100万元贷款、25年等额
本息的还贷方式计算，房贷利息总额减少超
24万元，每月月供减少超800元。

传递稳投资、促消费的政策信号

“LPR下降传递出稳投资、促消费的
政策信号，有助于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增
强发展内生动力。”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
济学家温彬表示，近期，金融管理部门还
出台了稳楼市、稳股市等一揽子金融政
策，这些政策和降息降准政策一起，打出
“组合拳”，对提振信心、稳定预期将持续
产生积极作用。
9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

出“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次日中国人民银行
下调政策利率20个基点，并带动各类市场基
准利率下降。因此，对于此次LPR跟随政策
利率下降，市场已有预期。今年以来，货币
政策持续发力，银行让利实体经济的力度也
持续加大。

行至10月，做好四季度经济工作对于确
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至
关重要。在此背景下，需要进一步精准施策
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纾困解忧,让企业轻装
上阵；减轻居民利息负担，进一步提升消费
能力。
为了促进社会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多

方在发力。
存款利率和LPR同步下行，为贷款利率

进一步下行创造空间。10月18日，国有大行
已主动下调存款挂牌利率，降幅从0.05个至
0.4个百分点不等。这有利于降低银行负债
成本，对稳定净息差形成支撑，提升金融支
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加大货币政策力度，为银行提供长期低

成本资金。与国际上主要经济体央行相比，
我国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一定下调空间。日
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年底前
视市场流动性情况，择机进一步下调存款准
备金率0.25个至0.5个百分点。
随着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社会融

资成本有望进一步下降，扩大有效投资，激
活消费“主引擎”，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综合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 新华社记者 吴雨 姚均芳 李延霞

记者21日从多家商业银行了解到，在支
持资本市场的新工具引导下，商业银行积极
推进首批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业务落地，支持
资本市场稳定发展。
近日，工商银行为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成功办理1亿元上市公司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该笔贷款将专项用于回购公司
股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相关人士介绍，
在获悉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政策即将出台
后，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走访企业，为其
制定了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融资方案，并按照
相关要求很快完成了贷款尽调审批及合同
签署工作，促成这笔贷款顺利落地。

记者了解到，首批股票回购增持贷款合
作银行主要有6家，包括工、农、中、建四家国
有大行，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两家股份制
银行。目前，多家商业银行已从客户准入、
账户管理、尽调审批、风险控制等方面制定
方案，积极开展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10月18日正式推出股票

回购增持再贷款，首期额度3000亿元，年利
率1.75%。21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可向符合条

件的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贷款，分别支
持其回购和增持上市公司股票。中国人民
银行可按贷款本金的100%提供再贷款支持。

10月20日，23家沪深上市公司先后发
布公告，表示公司或主要股东已与银行达成
意向协议或取得贷款承诺函，将使用贷款资
金用于回购或增持股票，涉及贷款总额度超
百亿元。
在再贷款工具的低成本资金支持下，金

融机构给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发放的贷款
利率，原则上不超过2.25%。专家表示，这将
为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提供低成本的增量
资金支持，有助于为市场注入流动性，稳定
市场预期。
多家商业银行明确表示，将用好支持资

本市场稳定发展的货币政策工具，与上市公
司、股东加强沟通，积极支持资本市场稳定
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多家银行积极推进业务落地

首批股票回购增持贷款总额已超百亿元

■ 本报记者 张立平

在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触
摸新质生产力的“脉动”；在榆阳区小纪汗十
万亩樟子松基地，远眺沙山披绿、林海生金
的壮美；在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见证
革命老区的精彩蝶变……
金秋时节，“高质量发展看陕西·全国省

级党报榆林调研活动”举行。来自25家省级
党报的媒体人走进陕北，通过深入的观察、
细腻的笔触、生动的镜头，领略“驼城”榆林的
人文风土，深入发掘和讲述榆林故事，实地
探寻榆林高质量发展的“密码”。

见证绿色奇迹

榆林市，地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接
壤地带。秋日的榆林大地，满目葱茏，犹如
一幅辽阔壮美的生态画卷。
拾级而上，登上榆阳区小纪汗十万亩樟

子松基地瞭望台，无边无际的生态林一眼望
不到尽头。很难想象，就在20年前，这里还
遍布着1000余座沙丘。曾经，这里是威胁榆
林城区的主要风沙口；如今，樟子松、沙柳、沙
地柏漫山遍野，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
说起林场的“蜕变”，曾在小纪汗林场工

作36年的榆阳区林业局党组成员罗向军难
掩激动：“240万株樟子松已成为榆林主城区
的一道绿色防沙屏障。这些苗木不仅能防
风固沙，更成了我们开展碳汇交易的绿色产
品。”罗向军介绍，小纪汗不仅成为了一片“绿
洲”，更孕育出新的产业——林业碳汇。
2021年，榆林成立陕西省首家碳汇金融

服务中心，并发放首批3张林业碳票；2022
年，新植万亩碳汇林；2024年，筹划上线碳汇
监测交易系统……榆林市摸索出一条“林海
生金”的新路径。
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榆林这座

城市在蝶变。近年来，榆林坚定不移地走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执“绿色之笔”谱写
出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高碳城市迈向低碳
化的华丽篇章。
走进国家能源集团榆林化工有限公司

中心控制室，展台上展示着多种聚乙烯产
品，它们被广泛用于电缆绝缘护套、重包装
膜、收缩膜等，是国能榆林化工转型升级的
重要成果。
“我们通过布局60万吨/年甲醇制烯烃

装置、世界首套5万吨/年聚乙醇酸（PGA）工
业示范装置等，形成了从煤炭到甲醇再到聚
烯烃及各种化工产品‘煤头化尾，化黑为白’
的完整产业链条。通过延链补链强链，实现
了绿色发展。”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说。

感受黄河文化

风从长城起，歌从陕北来。
黄河的“几”字弯流经榆林，黄河黄沙黄

土地，形成了独特的陕北民俗文化，其中最
具代表性的就是陕北民歌。“你晓得天下黄
河几十几道湾哎……”歌声高亢激昂、穿透
力十足。伴随着欢快嘹亮的陕北民歌，采访
团走进黄河之畔的陕西黄河文化博物馆。

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1万多件展
品……博物馆序厅墙面上对应着黄河公里
总数的5464块彩色方块如浪潮般涌动，变幻
出九曲黄河图，穿越“时空隧道”，纵览黄河流
域的历史故事、大河风貌和文化渊源。
“博物馆突出陕西特色，放眼沿黄九省

区，从饮食、建筑到曲艺、舞蹈，展示了黄河流

域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该馆
副馆长马张锋介绍。
听着黄河的涛声，记者走进佳县坑镇赤

牛坬村。这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
落，建有陕北最大的民俗博物馆，打造了我
国首部由农民自编自演的大型原生态实景
演出《高高山上一头牛》。
在这里，以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一个个戴着蓝花花头巾、羊肚肚手巾，扛着
锄头、提着篮子，踏上枣林层叠的舞台，原汁
原味地再现了陕北农村的生活场景。
“我在村里当群众演员两年了，每月平

均演出20余场，每场演出都有补贴。”村民王
俊莲笑着告诉记者，赤牛坬村已成为远近闻
名的幸福村，乡亲们的生活丰富多彩。

作为黄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
域，“十四五”期间，榆林佳县围绕黄河国
家文化公园（陕西段）建设，建成6个 3A
级旅游景区。在日前举办的“黄河岸边枣
儿红——佳县旅游线路推介会”上，数条精
品旅游线路发布，当地文旅部门以丰富的
资源打造特色旅游项目，让参观者感受到
鲜活生动的陕北风情。

触摸红色村庄

秋风吹过黄土高原上的一道道梁。在
瓜果飘香中，采访团走进绥德县张家砭镇郝
家桥村。
“藏”在山沟沟里的郝家桥村，是名副其

实的“楷模村”。村口“农村楷模郝家桥”7个
醒目的大字，烙印着深刻的红色印记。

郝家桥村是一个拥有光荣历史的陕北
红色村庄。
1927年，郝家桥村成立了党支部，是陕

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党组织较早建立的革命
村之一。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绥德地委在
郝家桥村蹲点调查发现，郝家桥村各行各业
都有劳动英雄。在郝家桥典型经验的引领
下，绥德分区一年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的
吃饭问题，对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起到
了推动作用。1944年7月，郝家桥村被评为
陕甘宁边区“农村楷模”。
2021年2月，郝家桥村被评为“全国脱贫

攻坚楷模”，该村“两委”班子千方百计谋发
展，靠着“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找到了发
展红色旅游的新路子。
2022年春，绥德县规划提出，把郝家桥

作为全县乡村振兴的重要窗口，全力打造
成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样板、全省红色革
命教育基地、黄土高原丘陵区现代农业发
展示范区。
“我们依托老一辈共产党人在郝家桥村

求真务实、重视调研的传统，打造红色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村的革命故事。”郝家桥
景区讲解员李雨倩说。
如今，郝家桥村已形成特色鲜明的现代

农业体系，打响了“郝”字号品牌，蹚出了一条
“红色教育+干教培训+三产服务+果蔬产业”
的发展之路。
一路走、一路看，采访团感受着榆林翻

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个契合当地资源禀赋、
含“新”量、含“绿”量、含“金”量高的好项目，
展示着陕西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

塞上明珠华丽蝶变
——走进陕西省榆林市探寻高质量发展“密码”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 于文静）目前，全国秋收秋种
正稳步推进。截至10月20日，全国秋粮已收获76.5%，进度同比
快1.2个百分点。
这是记者21日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消息。
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20日，全国玉米已收81.2%，一季稻

已收76%，大豆已收92.3%，双季晚稻已收16.6%。分地区看，西北
已收近九成，西南、黄淮海过八成，东北过七成，长江中下游和华南
近六成。

同时，各地秋种进展顺利。全国冬小麦已播43%，其中西北已
播近九成，黄淮海过四成；冬油菜已播56.7%，其中长江中下游和
黄淮海已播过六成，西南过四成半。

据新华社电 记者10月2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人
民检察院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生态环境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
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证据指引，通过条目化的证据清单，引导公
安机关规范、高效取证，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审查重点和方向，不
断提升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办案质效。
指引提出，办理污染环境刑事案件需树立“全面客观”“依法规

范”“证据裁判”三个原则，合法、科学、规范、全面、客观收集、固定、
审查、运用证据，将证据作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基础，确保办
案质量和办案效率相统一。
指引明确，应重视收集审查犯罪客观方面的证据，查明污染物

的具体种类，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行为，且
符合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列明的
“严重污染环境”“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指引同时强
调，应注意判断环境污染与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之间因果关系。
指引要求，办理污染环境刑事案件还应收集、审查刑事责任能

力相关证据，准确区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查明行为人犯罪
动机、目的及预谋情况等。要全面收集、审查证明污染环境犯罪嫌
疑人法定、酌定量刑情节的证据，包括自首、共同犯罪地位作用、认
罪认罚、修复生态环境等从宽情节的证据，以及前科劣迹等从重情
节的证据，确保案件定罪准确、量刑适当。

三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各级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生态环境
部门要落实指引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协作配合，形成惩
治合力。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21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贵州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陈晏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由
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
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对陈晏作出逮捕决定。
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长春10月21日电 10月21日，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王用生受贿一
案，对被告人王用生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二百万元；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9年，被告人王用生利用担任国家
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委员、副
行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相关单位
和个人在贷款融资、债券申购、人事安排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51万余元。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用生的行为构成受贿罪，

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王用生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
己罪行，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犯罪事实；认罪悔
罪，积极退赃，受贿赃款赃物及孳息已全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
轻处罚情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

已收获76.5% 进度同比快1.2个百分点

全国秋收秋种稳步推进

三部门印发“指引”明确检察机关审查重点和方向

提升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办案质效

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对陈晏决定逮捕

国家开发银行原党委委员、

副行长王用生受贿案一审宣判

10月21日，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区阎里乡阎里村，农民驾驶

农机播种小麦。 新华社发

10月21日，新建潍坊至烟台高

铁开通运营，山东高铁通车里程达

3047公里，在复兴号首发列车上，烟

台文旅部门还进行了文旅推介和非

遗展示。

据悉，潍烟高铁是我国“八纵八

横”高铁网沿海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山东省北部沿海地区对外客

运交流的主要通道，其开通对于促进

区域互联互通，打造“轨道上的山东

半岛城市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图为21日，潍

烟高铁复兴号G9227首发列车驶入

莱州站。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 高敬）记者21日从生态环境
部获悉，生态环境部日前印发方案，对2023、2024年度发电行业碳
排放配额预分配、调整、核定、清缴等各项工作进行部署。

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印发的
《2023、2024年度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发电行业配额总量和分配方
案》，既确保制度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又更精准突出鼓励导向，做出
了将基于“供电量”核定配额调整为基于“发电量”、进一步简化和
优化各类修正系数、引入配额结转政策、优化履约时间安排等优化
调整。

这位负责人介绍，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强制碳市场）于
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交易，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000
多家。目前已完成两个履约周期的配额交易与清缴工作，市场总
体运行平稳，激励约束机制初步形成，通过配额管理，助力发电行
业高质量发展。


